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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和兴化是里下河民歌的重镇，而我在这两个地方
生活了多年，耳熟能详的《茅山号子》就是从我的出生地茅
山唱响的，而《高邮西北乡》和《数鸭蛋》则是我在高邮工作
期间听得最多的民歌。由我作词、卞留念作曲的《一往情深
到高邮》里“芦苇荡里数乡愁，鸭蛋进口滋溜溜”，就是化用
《数鸭蛋》的元素。

孙伟的《“非遗学”视野下里下河地区民歌研究》是一部
学术性很强的著作，这得益于作者深厚的音乐学养和社会
学研究的功力。我出生在里下河、成长在里下河，对里下河
的爱戴和感恩发自内心，我读完这本书，受益颇丰，觉得它
是一本值得向里下河文化爱好者推荐的著作。

很多人问我，里下河是怎样一条河？我说，里下河不是
一条河。他们又问，不是河，为什么又叫“里下河”？我说，
还是河，是很多河。准确地讲，里下河不是行政地区名称，
而是特定的地域和特定文化形成的一个地理概念。它西起
里运河，东至串场河，北自苏北灌溉总渠，南抵新通扬运河，
面积有13500余平方公里，因里运河简称里河，串场河俗称
下河，介于这两条河道之间的地带，就被称为里下河平原。
里下河涵盖淮安、扬州、泰州、盐城、南通等地区，有着不同
的行政属性，但具有相同的文化属性和人文风貌，正应了那
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俗语。里下河的民歌个性鲜明，
带着翅膀的声音让里下河的腔调传遍了四面八方。

里下河特定的地域文化引起人们的关注，我这几年潜
心写作的《里下河诗歌地理志》是想用诗歌的方式来表达里
下河人民的情感和生命历程；我的《里下河食单》则通过对
里下河的饮食描写，展现里下河的美食文化以及隐藏在餐
饮背后的独特伦理。孙伟这本著作从“非遗学”的角度来探
讨里下河民歌的发展现状，阐述《茅山号子》和《数鸭蛋》等
里下河民歌的来源和特性，以及它们在江苏音乐史上乃至
中国音乐史上的价值。

很多地方的民歌都与劳动、爱情、民俗、祭祀、巫术等相
关，但里下河的民歌却突出劳动的主体。正如书中所写到
的，里下河民歌与里下河人民的劳动生活息息相关。里下

河民歌中，劳动号子占据主体，号子因不同的劳作形式而命
名，如插秧的《秧号子》、夯地基的《打硪号子》、兴化戴窑的
窑工号子、宝应踩水车时的《车水号子》，还有打连枷的号子
等等，都留下劳动时的吟唱和呼唤。对此，书里都作了详细
的记载和分析。当然，情歌也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
是，在其他地区以情歌为主的民歌传统中，里下河的流动号
子数量大于情歌，说明里下河人的勤劳和艰辛。在十年九
涝的里下河地区，生存确实是第一位的，生存依赖于不停地
劳动，劳动号子成为里下河生生不息的主旋律，也就不难理
解。在过去的岁月里，里下河人为温饱所作出的努力和奋
斗，可能比其他的富庶地区的人们要付出得多。

作为“非遗学”的著作，孙伟除了做大量的“非遗学”的
征集、整理工作外，还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书中那些照片
以及视频，都是作者采集的原始资料，有些属于抢救性质
的，更加弥足珍贵。民歌生存在民间，民歌的流传在于民众
的自发需求。孙伟做足了民间的采风和调研，书中的大量
数据和事实，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社会学者的良好素质。

孙伟自身的音乐专业能力，为这本书的学术品质增添
了亮色。作者对里下河民歌的研究，摆脱了一般文学研究
的套路，将“歌”的研究落到实处。那些专业的音乐分析和
拆解，一般的民间文学研究者难以企及。民歌的价值不仅
仅在于歌词的社会内容，还在于旋律、调式、调性、装饰音、
变化音等元素带来的节奏感。孙伟的研究深入到民歌的
内在机体当中，这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当然，如果能够将
里下河民歌与淮剧的关联再进行一些深度的阐释，会对里
下河民歌的渊源有更深入的理解。我曾经在《里下河食
单》中称淮剧为里下河的“河剧”，现在里下河的很多地方
依然流行淮剧，一些淮剧团还经常演出，淮剧是里下河民
歌的戏曲化的集成。

我曾写下诗作《夜色下的里下河》，表达一个里下河人
的心声。在里下河的夜色中，低哼高吟的民歌就是星光，就
是闪闪烁烁的萤火虫，远远地温暖了我们不知多少年。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乡风吹来的歌声如此醇厚
——从《“非遗学”视野下里下河地区民歌研究》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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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基于传统文明又创造现代文明，基于中国又面向

世界，基于中国革命、建设的理论探索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

中国化时代化，是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世界之问。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开好这次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
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他强调：“在新的起
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
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聚焦弘扬伟
大的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具有深邃
的目光、深刻的思想、深远的战略意义。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的这五个突出特质，
也是中华文明的精神高度，深刻影
响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与精神
品质。这些论述使我们对中华文明
的传统根性、对国家意志的文明形
塑、对国际关系中中国立场的文明
渊薮获得了全新的认识，也向世界
进行了一次具有巨大思想力量的文
明宣示。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底
蕴、历史基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
从中国纵向向未来发展、横向与世界交流的角度，对中华文明的
历史价值、现实意义、未来发展作出了精辟的论述。他强调：“中
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他归纳和总结了由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塑造出的中华文明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

一是“突出的连续性”。我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是建立
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的根基之上，这从根本上
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文明的连续性是我们国家
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样貌。“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
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
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二是“突出的创新性”。《礼记》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周书》有“创新改旧”，《周易》强调“变则通，通则久”，这
都解释了创新性与连续性的关系。也就是说，创新决定连续，
连续性不是静止、不是僵化。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
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
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三是“突出的统一性”。这肇始于商周的天下一统思想和
秦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体制。统一性“从根本上决
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
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
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
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四是“突出的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明
的大体量、大历史、大尺度，是由于它的虚怀若谷、博采众长、
兼收并蓄的胸襟。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
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五是“突出的和平性”。和而不同，和为贵，和实生物。《易
传》说“保合太和，乃利贞”，《史记》言“天下和平”，《汉书》曰

“政治和平”，《国语》说“夫有和平之声，则有蕃殖之财”。和平
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
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
治体制强加于人，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中华文明的这五个突出特质，也是中华文明的精神高度，
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与精神品质。这些论述使
我们对中华文明的传统根性、对国家意志的文明形塑、对国际
关系中中国立场的文明渊薮获得了全新的认识，也向世界进
行了一次具有巨大思想力量的文明宣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弘扬中华文
明的事情办好，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注、关切的重大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考察中指出，把自古以来能收集
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继续传承下去；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是文明大国建设的基础
工程，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标志性文化工程；要实施好“中
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
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这是落实“把弘扬中华文明
的事情办好”的具体举措。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
之初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成的
思想大解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战略目标定位，就能感受到这个

“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表述的力度
和力量。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
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
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
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
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
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命题。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
界”的专章里总论了“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和根本问题。在
此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
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
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
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必由之路”和“最
大法宝”概念的提出，是对“两个结合”战略意义的高度评价和
定位。讲话对“两个结合”的深刻理论意蕴从五个方面进行了
深入揭示：第一是“彼此契合”，第二是“互相成就”，第三是“筑
牢道路根基”，第四是“打开了创新空间”，第五是“巩固了文化
主体性”。

其中，最具思想创新的论述是对“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全新思考。习近平
总书记对“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给予了突出的强调，“第二个
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之
初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成的思想大解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战略目标定位，就能感受到这个“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表
述的力度和力量。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
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
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个论断
对于我们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论述“两个结合”的总体性、整体性规律时，又突出了
“第二个结合”的重要作用。比如关于“彼此契合”，重点指出
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
的契合性。有了这个契合才能实现有机结合。关于“互相成
就”，指出重点在于“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关于“道路根基”，指出“两个结合”
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
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关于“创新空间”，
指出“两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让我们能
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
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关于“文化主体
性”，着重指出“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
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由此可见，我们既要把“第二个
结合”全面与“第一个结合”进行交互、并置、相融来理解，又
要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自身的理论洞见。“第二个结合”关
涉新时代新征程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历史主动性、文
化主体性。

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当它一经与世界接
触，就持续地震撼着世界。在一段时间里，中华文明遭受了磨
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但依然保持着韧性、倔
劲、潜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通过改革开放走上现代
化快车道后，数十年间创造的发展奇迹更是让世界惊叹，纷纷
把目光聚焦在中华文明强大的更新能力、发展创造力上。一
个古老的文明的现代转型是创造中国奇迹的重要奥秘。从

“第二个结合”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我们的来
路，更深切地体会到“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
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为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展开新的实践。

从纵横两个向度打开中华文明的文化空间

具体说来，我们可以把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在纵向、横
向或向内、向外的两个向度展开。
向内的向度是，由历史的纵深向未
来进发，要坚持“两个结合”和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深厚的
文化资源和优质的文明要素，以时
代为枢纽，大力推进又一次的思想
解放，以新的思想解放激活全社会
的创新潜力。向外的向度是，文化
空间和文明空间得以不断拓展和
打开。我们要向世界展示中华文
明的个性特征、优秀品质及其世界
性、正向性。

如何基于传统文明又创造现代文明，基于中国又面向世
界，基于中国革命、建设的理论探索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
化时代化，是时代之问、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中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目标，并强调
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路径和原则。他强调：“要坚定文
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
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
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
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
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
写当代华章。”

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我们需要捋清楚历史文明
的各类遗产，探析中华文明的起源演进与发展规律，让历史文
明资源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继
续坚持“两个结合”，要充分地借鉴、吸收其他文明的优秀成
果。具体说来，我们可以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在
纵向、横向或向内、向外的两个向度展开。向内的向度是，由
历史的纵深向未来进发，要坚持“两个结合”和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激活深厚的文化资源和优质的文明要素，以时代为
枢纽，大力推进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以新的思想解放激活全社
会的创新潜力。将马克思主义精华、精髓及其基本原理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探索出崭新的发展道路，努力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一个崭新的境界，
以文化创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向外的向度
是，文化空间和文明空间得以不断拓展和打开。我们要向世
界展示中华文明的个性特征、优秀品质及其世界性、正向性。

文明具有多个侧面和层次，包括历史性文明、风俗性文明
和艺术性文明等。历史性文明是长时段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也可以叫社会性文明。这是文明的主体，是文明的历史结构、
基础框架、制度法度。风俗性文明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的文雅、
高贵、礼貌、人道精神、尊老爱幼等。这是文明的日常存在和
生活表征。艺术性文明体现为文学的繁盛、艺术的涌现，如苏
美尔史诗、希腊戏剧、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唐诗宋词、宋
元绘画等。这是文明的艺术形象和美学现象。艺术性文明是
一种文明的形象，它代表着不同文明的不同样貌，它的创造
性、想象力、形式美本身也是文明的重要元素。艺术在文明交
流互鉴中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艺术交流是文明互鉴
的先行者。“展形象”是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文明
大国形象”“东方大国形象”“负责任大国形象”“社会主义大国
形象”。以艺术形象展示国家形象，通过艺术感染力，在有形
无形中润物于无声、通情于无形、达理于无言，正是新时代中
国文艺的职责所在，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命的题中
应有之义。

（作者系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置于历史的枢纽
□向云驹

“
”

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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